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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在习得汉语成语中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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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东盟学院，云南昆明650221)

摘要：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中的成语学习一直是难点之一。他们在使用成语的时候经常出现一

些习得性偏误，而这些偏误往往是由于文化、母语和目的语各自的特点等原因引起的，具体表现

为语义、语法等方面的偏误。而在课堂上采取突出重点加强记忆和增加交际性练习和提高成语

使用频率等策略可以使得教学效果增强，提高学习者的使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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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一个独特现

象。它文字简练，生动形象，意蕴深厚，表现力

强¨J。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恰

当地运用成语可以使语言生动简练，为文章增添

光彩旧1。能否正确使用成语是中文学习者汉语

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志。但是在很多外国留学生学

习成语的使用时，经常会在语音、语义、篇章等方

面出现错误。这种错误往往是多发的、有规律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偏误”旧J。

一、研究习得偏误的重要性

成语教学是属于词汇教学的一部分MJ，成语

困其自身在结构、语义、语法等角度的特点成为外

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的一个难点¨J。因此，他

们在学习和使用中会产生畏难情绪，从而回避在

生活中使用成语。但是，成语教学是词汇教学中

的一个难点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所以，帮助外

国留学生尽快的学习好成语是目前刻不容缓的

课题。

二、偏误类型的贫析

(一)语义偏误

汉语中成语的含义往往复杂深奥，有些还与

历史、文化等因素有关㈨。所以，外国留学生在

学习中经常出现因为不能准确了解成语语义而造

成的偏误。像“诚心诚意”“春暖花开”“返老还

童”“和颜悦色”“良师益友”等成语很容易理解，

并且贴近生活，容易被学习者所接受。但是也有

很多成语在理解上有些难度。比如“破镜重圆”

不仅仅是从字面上来看的打破了镜子又能重新圆

合的意思，它还比喻夫妻离散后又重新聚合。它

来源于南朝陈将要灭亡时驸马徐德言和妻子乐昌

公主的破镜重圆的故事，所以，它特指夫妻离别后

又能重新在一起。如果是朋友之间别后重逢，就

不能使用“破镜重圆”这个成语。又比如“青梅竹

马”这个成语，在使用的时候就要注意：它是指年

幼的男女天真无邪、亲密无间地在一起玩耍。如

果是同性的朋友，或者不是年幼的朋友就不能使

用这个成语。这样的语义偏误主要有以下几种

表现：

1．理性义偏误

成语语义中同表达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叫理

性义，或者叫概念义、主要意义。对成语理性义的

不理解会使成语在使用时出现偏误。

例l，她今年二十二岁，正是豆蔻年华的

时候。

例1中，“豆蔻年华”的理性义被理解错了。

“豆蔻年华”：豆蔻是指多年生草本植物，常喻指

十三四岁的姑娘。这句话让人感到困惑，前面说

二十二岁，后面又说是十三四岁，很显然前后矛

盾。因为使用者只注意到了“豆蔻年华”中有表

扬女孩子青春美丽的意思，而忽略了她使用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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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年龄范围。

例2，今天大街上好安静，真是万人空巷。

例2“万人空巷”被错误地理解成巷子里一个

人也没有，很冷清。但是空巷是指街道里弄里的

人全部走空，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里出来了。多

形容庆祝、欢迎等盛况，不是字面上理解的没有人

很冷清的意思。

2．色彩义偏误

成语的色彩义也是成语语义的一个重要部

分。色彩义多种多样，有的不影响理性义，有些会

影响到成语的理性义，甚至决定着理性义的基本

本质"J。汉语成语的色彩义主要有感情色彩、文

化色彩、语体色彩。

A．感情色彩偏误

成语的感情色彩体现了人的爱憎好恶的贬

褒情感。在成语的各种色彩义中，对理性义影响

最大的就是感情色彩义，这是因为感情色彩义往

往有它自己的独立内涵。

例3，他一个持家有道凡事都斤斤计较的人。

在例3中，“斤斤计较”是一个贬义的词语，

而句子中说“持家有道”显然是在夸奖，褒义。成

语使得句子总体的感情色彩发生混乱，使用者错

误地使用了具有特殊感情色彩的成语。

例4，这个人说话非常好听，什么时候都阿谀

奉承。

在例4中，显然也是没有注意到成语的感情

色彩，“阿谀奉承”是贬义词，而句子想表达的意

思是褒义的。因为对成语感情色彩的忽略，使得

句子在交际中出现了偏误。

B．文化色彩偏误

成语是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都有明确而

实在的典源∽J。其来源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来自神话传说。二是来自历史故事。三是来

源于诗文语句。四是来源于口头俗语。外国留学

生在遇到文化色彩很浓的成语时，就很容易因为

对文化历史背景的不了解而出现使用偏误H1。

例5，王员外家一直乐善好施，是个大方

之家。

在例5中，大方之家被错误地理解为大方的

人家。“大方之家”出自《庄子·秋水》：“今我祝

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於

大方之家”。在这里“大方之家”意思是见识广博

的专家学者。因为对成语背后的文化内涵的不了

解，所以，使用时就出现了偏误旧J。

C．语体色彩偏误

语体色彩又叫文体色彩，大部分成语都带有

庄重典雅的书面语色彩，也有一些来源于口头俗

语的成语带有一定的口语色彩。外国留学生对成

语的语义了解不够透彻忽略了语体色彩，会导致

交际中出现成语使用场合的偏误。

例6，这个地方真是叫人流连忘返。

在例6中，句子意思明确，成语也没有充当错

误的成分，成语本身的意思也没有出现理解错误。

但是句子中的“叫”是一个口语词，从语体的角度

来说，违反了得体性的原则，把口语词和书面词相

混淆。“流连忘返”带有书面语色彩不能和带有

口语色彩的“叫”放在一起使用。

例7，在巨幅地图前面，向导指手画脚的向我

们解释。

在例7中，成语“指手画脚”是口语，用在这

个句子中是不合适的。

(二)语法偏误

成语以“四字格”为基本格式，从总体上可分

为体词性成语与谓词性成语∞j。体词性成语在

句子中通常充当主语和宾语，有时候也会充当定

语；谓词性成语又可再分为动词性成语和形容词

性成语，大多数可以充当谓语和定语，偶尔也可以

充当状语或补语。但是，很多外国留学生在关注

成语意义的时候就忽略了成语在交际过程中也就

是在句子中的成分旧J。总而言之，就是只知道成

语的含义而不知道在句子中如何使用这些成语。

1．不能做宾语的成语偏误

例8，你们在这个时候不能有固执己见。

在例8中的错误就是“固执己见”不能直接

做“有”的宾语。可以把这句改为：你们在这个时

候就不要再固执己见了。

2．不能做补语的成语偏误

例9，他们像一般的夫妻一样相处得相敬

如宾。

在例9中“相敬如宾”做相处的补语是不合

适的。“得”这个结构助词是标志补语的，在“得”

后面出现的成语是“得”前面动词的补语。“相敬

如宾”不能做补语，那么它就不能出现在“得”的

后面。关注“得”后面的成语是否能做补语，也可

以帮助我们避免成语使用上的一些偏误。

3．不能做谓语的成语偏误

例l O，他考试的时候经常左顾右盼其他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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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10中“左顾右盼”带了宾语“其他同学”

显然出现了语法偏误。在此，我们就应该考虑成

语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左顾右盼”在这里是

左边看看右边瞧瞧的意思。在句法功能上来看，

它不能带宾语。在它的意思中“看”和“瞧”的对

象都是宽泛的和不具体的，所以它并不能带上具

体的“其他同学”这样具体的对象。

例11，这个人的心肠真的很硬，经常无动于

衷别人的伤心事。

在例ll中，使用了“无动于衷”这个成语后，

句子意义是明确了，但是却出现了语法偏误。从

语法上来看，“无动于衷”是不能直接带宾语的。

如果加上“对”或者“于”改变了句子的结构，就使

得成语使用准确了。把这个句子改成：这个人的

心肠真的很硬，经常对别人的伤心事无动于衷。

或者：这个人的心肠真的很硬，经常无动于衷于别

人的伤心事。这样既使得成语使用准确又使得句

子意义明确了。

4．不能做定语的成语偏误

例12，从此，他们有了天壤之别的距离。

例12中，“天壤之别”被用作了谓词性成语，

但是，它本应该是体词性的成语。在这里，就是因

为没有准确掌握成语在句子中充当的句法成分不

同而产生了偏误。“天壤之别”是不能够作为修

饰的成分，来做“距离”的定语的。而且在这里，

使用者也没有很好地掌握“天壤之别”的意思，

“天壤之别”里本身就含有距离的意思，这里也属

于语义重复的错误了。

5．不能做状语的成语偏误

例13，这些年来，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简直

日新月异地变化起来。

在例13中，“日新月异”被用成状语是不恰

当的。例句中出现了标志状语的结构助词“地”。

既然，“日新月异”不能做状语，那么，它就不能在

“地”前面出现。把握“地”的位置，可以帮我们避

免在使用状语时出现偏误。

6．不能被定语修饰的成语偏误

例14，你应该尊重人们的乐山乐水。

在例14中“乐山乐水”是比喻个人爱好不

同，不能被定语修饰。句子中“乐山乐水”前面出

现了结构助词“的”。“的”的前面是定语，而

“的”后面是被定语修饰的中心语。“乐山乐水”

不能被定语修饰，那么它前面就不能出现标志着

定语的结构助词“的”。在造句时，注意“的”的位

置，也能帮外国留学生避免偏误。

7．不能被状语修饰的成语偏误

例15，他这次的表现还真是令人非常刮目

相看。

在例15中，如果说“令人刮目相看”是可以

的，但是如果在“刮目相看”前面加上“非常”等表

示程度的修饰词就不可以了。

例16，这次的事件令老板相当耿耿于怀。

在例16中“耿耿于怀”也不可以被“相当”等

表示程度的修饰词修饰。

在这种偏误中，充当状语来修饰成语的一般

是程度副词“非常”“很”等等。

使用成语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每个成语在句子

中可以充当的成分，才不至于在使用时闹出笑话。

(三)语用偏误

有些时候，学生对语义的理解正确，对语法的

使用也没有差错，但是造句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不

准确的现象，这些因为对语义轻重把握不当和对

词语使用语境不够了解而出现的偏误叫做语用偏

误旧j。在语用偏误的研究中有些学 认为这种

偏误是由于学生对词语的色彩义的理解不够透彻

所造成的‘9J，但是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色彩义

的偏误归纳在语义偏误中。

例l 7，他考试作弊，你还帮他，这是为虎

作伥。

在例17中，学生显然是理解了“为虎作伥”

的色彩义，认为“为虎作伥”是帮坏人做坏事，但

是这这句话中，只是作弊，就要用到“为虎作伥”，

显然是语义过重了。

例18，放假了，同学们打算一起出去玩，共享

天伦之乐。

在例l 8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同学们在一起玩

很开心，而“天伦之乐”是指亲人之间的开心和愉

快，所以在这句话中词语使用的语境不够准确。

三、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中出现偏

误的原因

(一)文化因素

在学习成语的时候，很多外国留学生都借助

于词典这样的辅助工具。这样的工具书中除了指

出成语的表面义以外，还指出了“比喻⋯⋯”、“引

申为⋯⋯”等意义。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留

学生在使用时没有很好的把成语的表面语义和深

层语义联系起来，很多时候会闹出笑话。文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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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社会习俗的差异以及修辞上的差异都会导致

成语的使用出现偏误埔o。所以，了解中国悠久的

文化对成语的理解及把握都是很重要的。比如

“朝三暮四”被翻译成英文为blow hot and

cold¨⋯。这样的翻译虽然也能大概体现出成语的

意思，却难以神形象兼备地将汉语中所涵盖的文

化特质、独特寓意完整地展现出来‘11|。比如“挥

金如土”翻译成英文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

中国是以农业立国，所以土地会经常出现在语言

中。而英国是一个岛国，土地资源非常有限，所以

在英语中有很多跟水有关的词语。又比如狗

(dog)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是家庭成员的角色，所

以在翻译“爱屋及乌”的时候，我们会说love me，

love my dog，这就体现了中西方社会习俗上的差

异。可见，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跨

文化交际的过程¨引。汉语成语鲜明而强烈的文

化特色是横在外国留学生面前的一道难关。外国

留学生本国的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差异越大，在学

习中产生的干扰也就越大，产生的偏误也就越多。

(二)母语的负迁移

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会受本国的

语言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其中

不好的影响就是母语的负迁移。在外国留学生学

习了一些词汇，对汉语的构成有了一定了解以后，

会对目的语也就是汉语做出超常规类推或因近

形、近音等形式的混淆而形成中介语¨31。外国留

学生会根据本国语言的语法或者语言现象对汉语

进行推i贝4。在成语的使用上，外国留学生也会对

成语的语义和语法进行猜想。这也是导致成语使

用出现偏误的因素之一。

(三)成语内部的复杂关系

在外国留学生眼中，成语之所以难学也与它

本身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复杂性相关。所

以，外国留学生没有办法准确直观迅速地判断成

语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加上成语内部也存在

着不同的关系，使得成语更加难被外国留学生所

掌握。成语内部容易被忽略的关系主要有三种：

一是并列关系，比如成语“劳民伤财”，“劳民”和

“伤财”是并列关系。要使用这个成语，句子中必

须同时涉及“劳民”和“伤财”两个方面。如果只

是涉及其中的一个，那么，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了。二是顺承关系，比如“抛砖引玉”，先有了“抛

砖”才能有“引玉”，“抛砖”是“引玉”的前提。又

如“破镜重圆”，“破镜”是“重圆”的前提，如果在

句子中只有“重圆”而没有提到“破镜”，那么在句

子中，成语也是使用不当的。三是因果关系，比如

成语“有志者事竟成”，“有志者”是“事竞成”的

原因，“事竞成”是“有志者”的结果。在句子中出

现了这个成语，如果只提到因果双方中的一个，那

么句子也是不正确的。

了解成语内部的复杂关系是可以正确使用成

语的必要前提。如果使用者忽略了成语本身的逻

辑关系对成语使用的限制，那么也是不能使用好

成语，发挥成语在交际中最大的表达效果的。

四、教学建议

(一)避免语义偏误的策略

1．增加对成语结构知识的教学

成语的基本结构形式主要有并列结构、偏正

结构、动宾结构、补充结构和主谓结构。在教学

中，对成语的内部结构和关系进行分析，不仅能够

帮助学生更快更好地理解成语的语义，而且使他

们不容易忘记‘5 J。譬如“天长地久”，“天长”和

“地久”是并列关系的两个主谓短语。外国留学

生记住了它们的关系后，也就能推测出它们的意

思，并且记住。

2．结合成语语义上的特点进行教学

每个成语在语义上都有各自的特点，有些成

语有特别的感情色彩，有些有语体色彩，有些有独

特的文化色彩。在讲解的时候，要结合成语语义

上的特点来讲。不同的特点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进行讲解口1。譬如“四面楚歌”“杞人忧天”“叶公

好龙”“三人成虎”这样的成语就要重点讲它们的

来源，明白它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在故事

背后有它们特殊的使用范围。这样可以激发外国

留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成语识记的效果。而像

“井底之蛙”“幸灾乐祸”“见异思迁”这样的成语

在讲解的时候就要注意解释成语的感情色彩。

3．结合例句、同义词和反义词讲解成语语义

成语讲解的时候也不能简单的说教，要注意

教学方法。在成语教学中要注意多用例句，这样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成语的语义和使用范围。比如

“始作俑者”，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例旬：“这一地

区的河水受到严重污染，那家工厂就是始作俑

者。”然后集合例句讲解“始作俑者”是比喻第一

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恶劣风气的创始人的意思。

增加同义词和反义词的举例，也可以帮助学习者

更快地理解成语的意思。比如“片言只语”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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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几句话或几个字的意思，同义的成语就是

“三言两语”，而反义成语就是“长篇大论”。通过

对成语反义词和近义词的讲解可以帮助外国留学

生理解这个成语本身的意思，也可以增加外国留

学生可以使用的成语数量。

(二)避免语法失误的策略

1．语法功能教学采取“偏误预治”策略

所谓“偏误预治”，是指教师在讲解成语的过

程中，在偏误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使用成语出

现的普遍的语法偏误，将偏误句展现给学生，引导

学生思考，找出偏误原因，加深外国留学生对成语

用法的理解和记忆。

2．结合学生的母语进行比对教学，找出异同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言特点，这些特点必

定跟汉语有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比较出异同以

后，能够帮助外国留学生在比较的基础上，对汉语

成语有更深的理解。

3．在讲解时，强调成语使用时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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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Errors Made by Foreign Student in Chinese Set

Phrase Learning Acquisition

HUANG Lei

(Asean School，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somics，Kunming Yunnan 650221，China)

Abstmct：Set phr船e le锄ing is always one dimclllt point of Chinese leaming．On the using 0f set phrase，the userS oRen make

enDrs because of the culture，the own characteristics of mother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llage aIld so on．The eⅡDrs always appear

as the errors of semantics and gmmmar． In classroom，tabng measures like laying stress on the key points to stren殍hen memory

and improving the frequency of the using of set phrase c帅increase the teaching e珏bct and improVe the leamers’ability“the u-

sing of set phrase．

Keywords：set phrase；semaIItics；grammar；errors of acquisition (责任编辑：李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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